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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3

瞄准重点协同发力
上海正着力推动一批引领性强、带动力

大、成长性好的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加强长三

角供应链协同，为支撑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
助力。

一个月前，上海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上海
电气的南通中央研究院项目主体结构封顶，

这是企业在上海之外建立的首个区域总部，

将结合它的研发以及项目资源，实现两地产
业能级提升。上海电气还与长三角 13个省市

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在长三角布局了
10个先进装备制造基地，50?以上的产业配

套在这片区域，其中仅无锡就有 500多家公
司是上海电气长期稳定的供应链企业。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郑建华说，下一步他们还将积极推动长三角

地区创新基地的建设：“我们在长三角地区的
整个供应链、配套链的比重会从现在的 50％

提升到 70％。在整个长三角地区研发基地的
建设也会有更大的力度，新研发基地的实施

和推动，将会有力地推动长三角地区的创新

链的建设和上海电气的创新

能力的提升。”
作为中国目前拥有先进

芯片制造主流工艺技术的国
有企业，华虹在长三角一体

化进程中乘势而上，将自身
优势向周边投射，去? 9月，

无锡华虹七厂实现建成投

片，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华虹生

产规模，也提升了无锡通用半

导体制造的竞争力。

上海正瞄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高端装备重点产业，聚焦关键技术、关键
部件、关键材料，集中发力、形成合力，共拉长

板、互补短板，协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夯实产业创新基础，为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长三角“硬核力量”。

建世界级产业集群
汽车产业作为长三角地区具有比较优势

的产业之一，有着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基

础和优势，是当前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进程中的重点产业，汽车产业正成为长三角

一体化的推动者与见证者。
去?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发布，明确长三角地区要加快发展智

能汽车产业链，率先开展智能汽车测试，实现
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化应用。上海市智能网联

汽车创新中心已向江苏中智行、浙江吉利颁
发了国内首批长三角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牌

照，进一步推动了区域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
试工作的互联、互通、互认、互信。今? 7月，

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联合有关部门
研究制定长三角智能网联封闭试验场分级评

价体系，还积极推动“上海模式”对外输出至

长三角地区，在苏州、合肥、绍兴等地开展技

术服务工作。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也让上汽集团在全球

竞争中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汽集团总裁王
晓秋表示，上汽正在牵头制定国家智能网联

汽车长三角创新平台落户上海的方案。“我们
将努力发挥上汽的产业优势，从上海起步并

在长三角多个城市创建示范区，实现 Robotax－

i、封闭区域无人驾驶、固定线路无人公交等
多个场景应用落地，进一步加快智能驾驶技

术等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助力长三角智
慧交通建设。”

航空产业也是长三角发力的重点方向。
今? 6 月，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起

点———上海松江区，中国商飞召开大会，全面
启动产业链合作。据透露，目前在 G60科创走

廊沿线的九座城市中，已进入中国商飞产业
链合作库的企业超过 1000家，有 100多家成

为重点培育对象。这也将全面提升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民用航空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

力和国际影响力。

产业发展也需颜值
不久前，两省一市经信（工信）部门和示

范区执委会，紧扣“高质量”和“一体化”，共同

编制发布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先行启动区产业项目准入标准（试行）》

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产业
发展指导目录（2020?版）》，在全国首次实现

了跨省级行政区域执行统一的产业发展指导
目录和统一的产业项目准入标准，实现“一个

目录管方向”，加快培育新动能；“一个标准管
准入”，从源头提升产业新增项目质量。《指导

目录》指出推进示范区产业向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准入标准》则明确
准入条件，提升先行启动区新项目招引质量。

《指导目录》和《准入标准》将有助于示范
区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长三角“绿色创新

产业之心”。下一步，一体化示范区将着力打造
以功能型总部经济、特色型服务经济、融合型数

字经济、前沿型创新经济、生态型湖区经济等
“五大经济”为主的产业体系，显著提升示范区

产业发展的创新浓度、经济密度、环境友好度
和产业契合度。新进产业项目应符合示范区

功能定位与“五大经济”为主的产业导向，明确
科技人员占比、研发投入强度等要素指标，还

对投资强度、产出强度等方面提出量化指标。

上海市经信委方面透露，下一步，两省一
市、两区一县还将进一步优化招商引资方式、

加强政策配套和环境营造，让生态绿色的“高
颜值”和产业发展的“高质量”成为一体化示

范区最鲜明的特征。 本报记者 叶薇

对标世界级产业集群 长三角探索新发展格局

注入 硬核力量 追求 美丽颜值

    本报讯（记者 鲁哲）“我有高血压，每个

月要跑医院好几趟，以前在青浦看病需要先
备案，跑来跑去有些麻烦，现在免备案、直接

刷卡，非常方便。”24?，青浦、嘉善、吴江三地
率先实现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医保一卡通

2.0版。杨阿姨是青浦的第一个体会“2.0版”
的人。

杨阿姨是嘉善人，退休后跟女儿一起生活
在青浦，医保是嘉善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开通医保一卡通 2.0后，看病就医更便捷了。

据悉，在沪苏浙医保部门的大力协同下，
示范区青浦、嘉善、吴江三地医保部门率先实

现更加便捷的医保一卡通 2.0版。目前，青浦、
嘉善、吴江三地共有 85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已接入门急诊联网结算系统。三地参保人在
示范区内看门急诊时，不再需要通过参保地

办理备案手续，实现免备案。如需住院，参保

人在医院的指导下做自主备案即可，方便快

捷。参保人在示范区内异地就诊时，医保待遇

与参保地保持一致，真正享受到示范区一体
化发展带来的便利共享。

同时，率先在示范区实现跨省统一医保
经办服务。按照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统一医保

经办服务清单，示范区三地医保部门协同
建立了示范区统一医保经办服务清单及办

事指南，个人参保信息查询、出具参保凭
证、转移接续手续办理、异地就医备案、门

诊和住院费用报销等首批 9 项服务事项已

上线，率先实施了跨省统一医保经办服务清
单，示范区群众将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的医

保经办服务。
另外，还率先在示范区实现跨省异地医

保基金联审互查。三地医保部门协同建立了
异地就医费用联审互查工作机制，对示范区

内异地就医费用进行全领域、全过程和全方

位的监管，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青浦、嘉善、吴江三地率先实现医保一卡通 2.0版

无需跑腿备案 看病更加便捷

上海电气在长三角布局
了 10 个先进装备制造基地，50％

以上的产业配套在这片区域；华虹集团
在江苏无锡市投资 100 亿美元打造的 12英
寸芯片基地，正在抓紧推动产能爬坡，未来将
瞄准移动通信、物联网、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等
领域大量供货；一批创新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速
落地……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
一，生物医药、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新一轮产业链重构、全球
产业变局的窗口期正在到来，长三角三省一
市正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上
海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在产业协
同发展、区域协同创新方面取

得扎实进展。

■ 上海电气临港重

型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内， 工人

正专注工作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C919 大飞机在浦东的上海飞

机制造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内组装
本报通讯员 王脊梁 记者 陈梦泽 摄


